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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３Ｒ 项目由 ＲＤＡ 指导委员会（ＲＳＣ）牵头开展，对国际编目规则 ＲＤＡ 进行了重构和再设计。 该

项目旨在对 ＲＤＡ 的内容进行重组，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最新编目概念模型———ＩＦＬＡ 图书馆参考模型

（ ＩＦＬＡ ＬＲＭ）的理念和变化，使规则更具普遍意义，同时按照用户需求重新设计 ＲＤＡ 工具套件（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以优化其界面和功能，提升用户体验。 ３Ｒ 项目推出的全新 ＲＤＡ 必将在我国 ＲＤＡ 本地化实施

方面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 ３Ｒ 项目的产生和发展、新版 ＲＤＡ 的变化及 ３Ｒ 项目对我国 ＲＤＡ 本地化

实施影响的分析，有助于及时应对我国 ＲＤＡ 本地化实施面临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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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Ｒ 项目概述

１ １　 项目目标

３Ｒ （ 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３Ｒ）项目是由 ＲＤＡ 指导委员会 （ ＲＤＡ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ＳＣ）牵头开展的针对国际编目规则

《资 源 描 述 与 检 索 》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ＲＤＡ）的重构和再设计项目。 项目的目标

就是在重新设计的新版工具套件界面上推出内

容经过修订的新版 ＲＤＡ，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

两方面：
首先，项目需完成对 ＲＤＡ 的内容重构，其原

因在于作为 ＲＤＡ 编制基础的 ＦＲ 家族发生了重

大变化。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国际图联（ ＩＦＬＡ）ＦＲＢＲ 评

估组经过近 ５ 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 ＦＲＢＲ、

ＦＲＡＤ 和 ＦＲＳＡＤ 三模型的重组，推出了三模型的

统一版———ＩＦＬＡ 图书馆参考模型（ ＩＦＬ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ＦＬＡ ＬＲＭ）。 该模型虽然脱胎于

ＦＲ 三模型，但新模型以更高层次的一般化为目

标，打破原模型的平面结构，以超类 ／子类建模方

式减少冗余，同时允许模型扩展，以满足不同类型

机构的应用需要［１］ 。 作为 ＦＲ 三模型的统一重

组，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新思想和新理念需要在新版

ＲＤＡ 中得以体现。 为此，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
ＩＦＬＡ 还未正式批准新模型之际，ＲＳＣ 就率先宣布

了“将 ＩＦＬＡ ＬＲＭ 应用于 ＲＤＡ”的决定［２］ 。 实际

上，将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某些术语引入 ＲＤＡ 的时间则

更早，可以追溯到 ２０１６ 年［３］ 。 除了新模型的原因

之外，对 ＲＤＡ 内容的修订也是为了尽可能对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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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进行一般化的处理，通过调整基础数据的结

构，使其更好地反映当前数据管理的实践，使
ＲＤＡ 数据更具活力。

其次，项目需完成对工具套件界面的重设

计，以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 ＲＤＡ 工具套件

（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自 ２０１０ 年首次推出至今将近 １０
年。 在长期使用中，工具套件不可避免地暴露出

一些问题。 例如，目前的结构无法持续增加更多

的翻译本和政策声明，条款及与其相连接的政策

声明无法在同一窗口显示，导航功能还不尽如人

意，网站的交互性有待提升等。 界面的重设计以

改进工作流程和优化用户体验为导向，重点是增

加响应式设计，使其更易于访问和使用，同时为

ＲＤＡ 编者、译者和衍生产品的创造者提供更高效

和可信赖的工作流程和工具，从而承载更多的翻

译本和政策声明，更好地显示 ＲＤＡ 规则和相关

文档。
新版 ＲＤＡ 的重构和再设计符合 ＲＤＡ 国际管

理机构制定的 ＲＤＡ 未来发展战略。 ２０１５ 年，
“ＲＤＡ 负责人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ｏｆ
ＲＤＡ，ＣｏＰ，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更名为“ＲＤＡ 理事会”）
将 ＲＤＡ 定义为“用于创建图书馆和文化遗产资

源元数据的一组数据元素、指导方针和规则条

款，这些元数据依据面向用户的关联数据应用的

国际模型而构建” ［４］ 。 该定义明确了 ＲＤＡ 面向

三个社区的发展战略：首先是国际社区（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即 ＲＤＡ 要突破区域限制，成
为全球通用的元数据标准；其次是文化遗产社区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即 ＲＤＡ 要与其

他文化遗产社区使用的元数据标准相兼容，比如

博物馆社区；最后是关联数据社区（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即 ＲＤＡ 要与关联数据紧密结合，
使 ＲＤＡ 的发展与 ＲＤＡ 开放元数据注册工作实现

同步。

１ ２　 项目进展

３Ｒ 项目涉及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变化，不可能

一蹴而就，需要经历若干年的建设阶段。 ３Ｒ 项目

正式启动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为了使 ３Ｒ 项目获得一

个稳定的研发环境，ＲＤＡ 工具套件也进入为期一

年的冻结期。 但正如前文所述，为了将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最新思想引入 ＲＤＡ，ＲＳＣ 在 ３Ｒ 项目开始之前

就做了相应准备，最主要的就是将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

术语应用于 ＲＤＡ。 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至 ４ 月的 ＲＤＡ
更新中，ＲＤＡ 术语 “个人、家族、团体” 已经被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新实体“行为者”（Ａｇｅｎｔ）所取代［５］ 。
此外，ＲＳＣ 还用专指性更强的实体术语代替“资
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一词，以解决旧版 ＲＤＡ 指代模糊

的问题，原因在于术语“资源”有时指代作品、内
容表达、载体表现和单件（ＷＥＭＩ）中的一种实体，
有时又指代多种实体，从而缺乏对编目员的明确

指导。
ＲＤＡ 新版工具套件已按原计划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推出，可通过点击旧版 ＲＤＡ 工具套件上

的连接按钮进行访问。 虽然目前仅为测试版，不
包含任何翻译本和完整的政策声明，但是测试版

已经改进了响应式设计，还允许用户在平板电脑

等移动设备上使用［６］ 。 测试版发布后，３Ｒ 项目团

队将继续加强网站的建设，原计划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１２ 月以及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进行三次更新，２０１９ 年

年初该网站将基本完善，届时 ＲＤＡ 工具套件将涵

盖更多的翻译本和政策声明。

１ ３　 研发团队

３Ｒ 项目的庞杂繁复需要有全面综合的研发

团队予以支撑。 总体来说，３Ｒ 项目包括三方面的

工作，由此也需要三个主要团队予以承担［７］ ：
ＲＤＡ 规则库和工作流程方面由 Ｄａｋｏ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

司负责，其工作内容包括 ＲＤＡ 规则库的重建、工
作流程的重构、提供新的映射和修订方案等；ＲＤＡ
工具套件界面方面由 ＧＶＰＩ 公司负责，其工作内

容主要是优化用户体验，包括增强界面的响应式

设计、提升界面的可访问性等；ＲＤＡ 规则内容方

面则由 ＲＳＣ 负责，其工作内容主要是依据 ＩＦＬＡ
ＬＲＭ 修订 ＲＤＡ 规则，为每个元素提供“四路径”
的记录方法，为每个实体定义元素集和组件等。
另外，研发团队的人员构成也很丰富，例如，ＲＳＣ
方面，除了其本身的 １０ 个成员之外，还邀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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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ＳＣ 多个工作组的主席加入，吸纳了来自各工作

组和社区的不少志愿者。

２　 新版 ＲＤＡ 的主要变化

尽管 ＲＳＣ 声称，除了新增规则之外，新版

ＲＤＡ 的内容基本上沿袭了旧版 ＲＤＡ，只是记录一

条信息的理由可能发生变化，包括在 ＷＥＭＩ 不同

层级的安排，同时 ＲＤＡ 新版也不会称为 “ＲＤＡ
２ ０”，而只是 ＲＤＡ 一个新的内容表达［３］ 。 但是，
通过测试版的使用，还是不难发现新版 ＲＤＡ 的巨

大变化：全新的界面，突破传统编目条例的体例

框架，取消了目录、条款编号，完全以下拉菜单和

跳转链接的方式呈现内容，且新版 ＲＤＡ 还考虑了

关联数据的发展。 如果说，从 ＡＡＣＲ２ 到 ＲＤＡ 只

是从纸质书到电子书的变化，那么旧版 ＲＤＡ 到新

版 ＲＤＡ 则是从电子书到网络资源的升华。 尽管

传统编目员可能会存在不适感，但这恰恰是 ＲＤＡ
重构和再设计的目标所在。 为了尽快掌握新版

ＲＤＡ 的主旨，笔者总结了 ３Ｒ 带来的主要变化。

２ １　 构建基础的变化

众所周知，ＲＤＡ 的编制以 ＦＲ 家族三个概念

模型（ＦＲＢＲ、ＦＲＡＤ 和 ＦＲＳＡＤ）为基础。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作为三模型的统一版，ＩＦＬＡ ＬＲＭ 获得 ＩＦＬＡ
专业委员会的批准。 与 ＦＲ 家族三模型相比较，
新模型在用户任务、实体、属性和关系等重要节

点上均有较大变化。
新模型的主要变化为：（１）在用户任务方面，

新模型重新限定了“用户”的范围，将用户任务聚

焦于终端用户的信息检索过程，而将与图书馆运

行和管理方面相关的需求排除在外。 据此，ＩＦＬＡ
ＬＲＭ 定义了 ５ 个用户任务，即查找、识别、选择、
获取和探索。 虽然这些用户任务都来源于 ＦＲ 家

族三模型，但是定义经过处理已经更具普遍意

义，特别是“探索”任务，已经完全超越 ＦＲＳＡＤ 狭

隘的主题范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开放性，强
调通过资源之间丰富的书目关系，获得更多资

源。 （２）在实体方面，新模型定义了 １１ 个实体作

为用户感兴趣的关键对象，而 ＦＲ 家族三模型的

实体数量是 １８ 个，这是新模型通过设置超类 ／子

类结构予以精简的结果。 （３）在属性方面，新模

型更是大幅减少属性数量，仅定义了 ３７ 种属性。

属性数量的减少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超类 ／子

类的结构使得适用于超类的属性全部适用于其

子类，例如“行为者”的属性同样适用于其子类

“集体行为者”，这样“集体行为者”就无需定义属

性。 再如，作为其他实体的超类，“Ｒｅｓ” 的属性

“类别”和“附注”均可以直接在其子类中细化，而

没有必要特别定义。 其次，模型选取的属性仅是

有代表性的，而不是穷尽一切的，没有属性是必备

的，只有当属性适用且容易获取时才需要记录。

第三，将 ＦＲ 三模型中诸如“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Ｄａｔｅ ｏｆ”的

所有格属性转换为关系元素。 （４）在关系方面，

新模型尽可能在最高层的超类实体中声明关系，

从而实现模型的一般化目标，且仅定义了 ３６ 种关

系。 此外，新模型还为定义域（来源实体）和值域

（目标实体）设置了正反两个方向的关系，将 ＦＲ

三模型中复杂的关系归纳为 ７ 类：高层实体关系、

责任关系、主题关系、名称关系、ＷＥＭＩ 之间的其

他关系、行为者之间关系、相关关系。

新模型带来的变化在 ３Ｒ 项目推出的新版

ＲＤＡ 中得以充分体现。 首先，新版 ＲＤＡ 在结构

上虽然取消了编号，但是逻辑上基于 ＩＦＬＡ ＬＲＭ

定义的实体而展开。 ＲＤＡ 没有引入“Ｒｅｓ”实体，

但是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家族”和“团体”实体。

之所以没有采用“Ｒｅｓ”实体，是因为 ＲＤＡ 本身就

是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一种具体实现，无需采用“Ｒｅｓ”这

样宽泛的实体。 其次，新版 ＲＤＡ 全面应用了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术语。 第三，新版 ＲＤＡ 包含了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最新理念。 例如，ＩＦＬＡ ＬＲＭ 较 ＦＲ 家族三

模型新增的属性“有代表性的内容表达的属性”

和“载体表现的说明”在新版 ＲＤＡ 中作为一般性

规则予以阐释。 再如，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一个创新之

处在于为集合作品和连续出版物建模，由此产生

了新概念“集合作品”“静态作品”“历时作品”等

作为划分资源类型的新标准，这在新版 ＲＤＡ 中同

样作为一般性规则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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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框架结构的变化

新版 ＲＤＡ 的框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取消

了目录、条款编号及附录，使其不再像电子书，而
是与普通网络资源一样通过下拉菜单和链接实

现内容的浏览和跳转。 其框架结构主要包括四

部分内容：实体、一般性规则、政策声明、资源。
“实体”部分按照 ＩＦＬＡ ＬＲＭ 的定义包括作品、内
容表达、载体表现、单件、行为者、个人、集体行为

者、团体、家族、名称、地点、时间段共 １２ 种，此外

还包含对 ＲＤＡ 实体的总体说明；“一般性规则”
部分则对概念性的普遍问题进行说明，包括 ＲＤＡ
介绍、记录方法、转录原则、资源描述、应用纲要、
集合与历时作品、载体表现说明、有代表性的内

容表达、名称实体的用法、数据来源、内容和载体、
术语；“政策声明”部分目前仅包括英国和美国不

完整的政策声明样例；“资源”部分包括术语表、
词汇编码体系、关系矩阵、缩写和标志、大写、首冠

词、个人名称的附加说明、头衔术语、圣经、表演媒

介术语［８］ 。

由此可见，新版 ＲＤＡ“撕裂”了旧版“识别资

源”和“描述关系”的体系，以实体为构建基础，而
且每个实体地位均等，不再突出 ＷＥＭＩ 高层实

体，每个实体也具有相同的组块结构，包括定义

与范围、编目前决定、记录方法、相关元素。 新版

ＲＤＡ 还将“一般性规则”独立出来，并大幅扩充了

内容。 附录虽然被取消，但其内容大部分得以保

留，只是重新组织，或移至“一般性规则”章节，或
转为下拉菜单资源。

为了顺应关联数据的发展趋势，新版 ＲＤＡ 的

部分 内 容 通 过 开 放 元 数 据 注 册 系 统 （ Ｏｐｅｎ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ＯＭＲ）予以展现。 以“行为者”
（Ａｇｅｎｔ）实体部分为例，在该部分的“元素”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标题之下列出了“行为者”的多种属性，点
击其中的一种属性“行为者的活动范围”（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ｅｎｔ），就会链接到对该属性的详细说

明，其中“元素参考”（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标签，提
供的国际化资源标识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ＩＲＩ）可直接链接到 ＲＤＡ 开放元数据注

册系统，以查看该属性在注册系统中的定义等内

容。 此外，“关系说明语”也不再作为附录单独列

出，而是列在“实体”的“相关元素”部分。 例如，
旧版 ＲＤＡ 中的“创作者的关系说明语”列于附录

Ｉ，现在作为“作品”实体的相关元素。

２ ３　 记录方法的变化

新版 ＲＤＡ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全面贯彻了

“四路径”的记录方法。 所谓“四路径”，就是获

取书目世界信息的四种途径，即非结构化描述

（转录、修改后的转录、自由行文的附注等）、结
构化描述（出版说明、论文说明、规范检索点等）、
标识符（ ＩＳＢＮ、ＩＳＳＮ、出版者编号等）和国际化资

源标识符（ＵＲＩ 等），其中某些途径仅适用于特定

的实体。 旧版 ＲＤＡ 中其实已经包含这四种记录

信息的方法，前三种路径被明确提及，第四种路径

则是隐含地表示为实体的统一资源标识符

（ＵＲＩ）。 新版 ＲＤＡ 的变化在于将这四种方法全

面应用于整个 ＲＤＡ，从而为记录数据提供更多的

灵活性。
在新版 ＲＤＡ 中，每个“实体”部分都包含关

于“四路径”的说明，从而指明描述该实体时可使

用的记录方法。 例如，在“作品”部分，提供了三

种记录作品的方法：用非结构化的描述记录作品

的题名，用结构化的描述记录作品的规范检索点，
记录作品的标识符。

２ ４　 资源类型划分的变化

旧版 ＲＤＡ 按照发行方式将资源划分为独立

发行的单元、多部分专著（一次性完成或连续）、
连续出版物、集成性资源四种类型。 新版 ＲＤＡ 则

是按照“资源内容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

化”将资源类型划分为“静态作品”（Ｓｔ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ｓ）
和“历时作品”（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Ｗｏｒｋｓ）两大类。 “静态

作品” 是指在同一时间被实现和具体化的作

品［９］ 。 “历时作品”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按计划

被具体化的作品，而不是单一的“出版行为” ［１０］ 。
“历时作品”对应于旧版的连续性资源，其实质是

作品内容变更的计划，因此两部历时性作品之间

的区别取决于计划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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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历时性作品的再分类需考虑三方面的

因素：第一，内容扩展的必要性。 如果扩展未完

成，整部作品就失去了完整性，则这种扩展是必

要的；如果扩展终止，累积发行的部分不受影响，
则这种扩展是不必要的。 第二，扩展方式，包括

“集成”和“连续”两种。 “集成”就是采用替换的

方式使新内容融入原来发布的内容之中，从而形

成一个新的整体，“连续”就是指将新内容直接增

加在原来发布的内容之后。 第三，内容的终止，包

括确定或已知计划的终止和不确定或未知计划

的终止（不限定的连续发行）。 根据上述三方面

将历时作品划分为四种类型：集成性专著作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Ｗｏｒｋ）、连续性专著作品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Ｗｏｒｋ）、集成性连续作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Ｗｏｒｋ）、连续性连续作品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Ｗｏｒｋ 和 Ｓｅｒｉａｌ Ｗｏｒｋ）。 例

如，一个会议网站，它的内容扩展是不必要的（不

更新该网站也不会影响之前累积内容的发布），

扩展方式是集成的（网站内容更新采用替换的方

式），内容终止是确定的（会议结束之后该网站将

停止更新），该资源属于集成性专著作品。 又如，

一部六卷的多卷书没有在同一年内完成出版，它
的内容扩展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全部完成出版则

不完整），扩展方式是连续的（不需要替换之前出

版卷册的内容），内容终止是确定的（卷数是预先

计划好的），该资源属于连续性专著作品。 再如，

ＲＳＣ 的年度报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它的内容扩展

是不必要的（即使停止发行也不会影响到之前累

积发行分卷期），扩展方式是连续的（每年连续发

行），内容终止是不确定的（无法预估停止发行的

年份），该资源属于连续性连续资源。

３　 国家图书馆 ＲＤＡ 本地化实施的应对

策略
　 　 我国的 ＲＤＡ 相关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但是

进展迅速，经过 ５ 年多的努力，以国家图书馆为代

表的国内图书馆界已逐步完成了从 ＲＤＡ 理论研

究到实践应用的跨越，实现了 ＲＤＡ 在外文文献资

源上的本地化实施。 但是，３Ｒ 项目给新版 ＲＤＡ
带来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大变化，近几年国家图

书馆已经完成了 ＲＤＡ 翻译、解析、本地政策制定、
培训等一系列本地化实施环节，是否需要马上应

对新形势启动新一轮的相关工作是未来一段时

间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３ １　 总体原则

国家图书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采用《国
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 ＲＤＡ 本地政策声明暨书

目记录操作细则》（ＮＬＣ ＰＳ）作为馆级标准，标志

着国家图书馆 ＲＤＡ 本地化的初步实现。 面对

ＲＤＡ 的新变化，展望未来 ＲＤＡ 本地化的发展，笔
者认为应坚持“稳定为先，创新为本，紧密追踪，
适时融入”的原则。 首先，稳定是先决条件，在确

保现有规则有效的基础上保证当前编目体系的

顺利运行是前提。 虽然新版 ＲＤＡ 已经出台，但仍

处于测试阶段，内容不够完整，体例也有可能需要

继续完善，因此本地政策声明现在就随着变化是

不切实际的，ＮＬＣ ＰＳ 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３
年或 ５ 年）内使用，待新版 ＲＤＡ 正式推出后，再考

虑 ＮＬＣ ＰＳ 的更新问题。 其次，编目工作日新月

异，发展变化是常态，以积极的心态去接受各种新

生事物是编目工作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基于此，我们需要紧密追踪 ３Ｒ 项目的发展，掌握

其更新动向，同时借助国家图书馆担任 ＲＤＡ 理事

会亚洲地区机构代表的机会，促进 ＲＤＡ 与亚洲编

目实践的融合。 本地政策声明的修订是必然的，
关键是要制定符合实际的更新机制。

３ ２　 具体思路

３ ２ １　 在 ＲＤＡ 工具套件上提供中译本

我国已于 ２０１４ 年出版了 ＲＤＡ 中译本。 但是

新版 ＲＤＡ 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是一本电子

书。 尽管 ＡＬＡ 出版社有继续出版 ＲＤＡ 印刷版的

意向，但是由于新版 ＲＤＡ 已经取消了条款号，而
且印刷版不可能具有与在线版等同的功能，因此

在出版之前需要对印刷版如何组织作出决策。 如

果我国还继续推出 ＲＤＡ 的中译本，可以有两个选

择：一，等待 ＲＤＡ 印刷版的面世，再对其进行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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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二，像旧版 ＲＤＡ 工具套件中显示的其他翻译

本一样，直接在新版 ＲＤＡ 工具套件中开展中文翻

译工作。 笔者建议采用第二种做法，原因在于：既
然 ＲＤＡ 印刷版很难完整地体现在线版的全部内

容，特别是其更新变化无法得到及时反映，那么

即使推出中译本也会永远处于滞后状态，不利于

追踪 ＲＤＡ 的最新发展。 此外，如果能在新版

ＲＤＡ 工具套件中推出中译本，还可以大大提升中

译本的利用效率，提升我国在国际编目界的影响

力。 但与出版印刷版的中译本相比，该项工作的

难度显然要大很多：首先，这将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不会像之前的翻译工作是一次性完成的；其
次，该项工作需要一支稳定的翻译队伍，时时追

踪规则变化，同时修订翻译本的相关内容，其所

耗费的人力成本将大幅增加。 但是，从长远来看，
在新版 ＲＤＡ 工具套件上提供中译本能为更多的

亚洲国家参与 ＲＤＡ 翻译工作提供范式。
３ ２ ２　 探索本地政策声明的更新机制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国家图书馆在亚洲地区开展了

一次有关 ＲＤＡ 本地化实施情况的调研，共收到 ８
个国家 ２０ 个书目机构的反馈①。 调研数据显示，
有 １５ 个书目机构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

ＲＤＡ，其中 １１ 个是在制定本地政策声明的基础上

开展本地化工作的。 由此可见，制定本地政策声

明是实现 ＲＤＡ 本地化过程的最重要一环。
如前文所述，我国的 ＲＤＡ 本地政策声明刚刚

启用，虽然保持稳定是当前的首要原则，但是追

踪 ＲＤＡ 新变化，探索本地政策声明科学的更新

机制已刻不容缓。 一方面，本地政策声明的更新

要以便于编目员的理解和使用为原则，内容上要

体现出新变化，但形式上要尽量保持不变，以消除

编目员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新版 ＲＤＡ 的本地政

策说明也要逐步融入关联数据等新理念，帮助编

目员从传统书目工作向元数据工作拓展。
３ ２ ３　 培养适应并融入国际化发展的人才队伍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培养。
面对未来 ＲＤＡ 的新挑战，人才队伍培养有两方面

的需求最为紧迫。 一是专业语言能力的提升。 不

论是开展在线中译本的翻译工作，还是履行亚洲

地区机构代表的职责，最首要的就是馆员要具备

扎实的专业外语能力。 因此，编目员在牢牢掌握

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同时，应长期积累编目领

域的专业术语和理论表述，对 ＩＣＰ、 ＩＦＬＡ ＬＲＭ、
ＲＤＡ 等文档要深入到英文原始资料，对高频词要

耳熟能详，这样才能在专业领域进行畅通无阻的

沟通和交流。 二是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 我国编

目界一直存在编目与技术相分离的弊端，编目员往

往对技术避而远之，技术人员对编目又掌握不足。
但是，当今时代技术对编目工作的推动作用是决定

性的，既懂技术又懂编目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因

此，传统编目员在钻研编目规则的同时，也需要对

关联数据、语义网等相关技术有所了解。
目前 ３Ｒ 项目还在继续进行中，预计到 ２０１９

年将完成全部的修订工作，届时我们将看到更开

放、更互联、更充满弹性的全新编目规则。 在此期

间，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通过一系列扎实的基础

工作，消除对新版 ＲＤＡ 工具套件的陌生感，推动

新版 ＲＤＡ 的本地化实施，推动我国编目事业的国

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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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的实施情况；第三部分是各机构对于亚洲在 ＲＤＡ 方面合作前景的看法。 根据问卷第二部分的问题答复，目前

已有 １５ 所图书馆实施了 ＲＤＡ 编目（其中 １１ 所已经制定了本地政策），１ 所已有实施计划，４ 所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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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 ＩＦＬＡ）发布

《关于版权教育和版权素养的声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国际图联发布《关于版权教育和版权素养的声明》。 该声明阐释了版权素养的

概念以及其在图书馆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向政府（包括政府间组织）、图书馆、图书馆协会以及图书馆教

育工作者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资料来源

１ 加速访问：国际图联发布关于版权素养的声明［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７２６２６．

２ 国际图联关于版权教育和版权素养的声明［Ｒ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ｃｌ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ｆｌ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ｚｈ．ｐｄｆ．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２ ＲＳＣ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ＩＦＬＡ－ＬＲＭ［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２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ｄａｔｏｏｌｋｉｔ．
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１１５．

３ Ｋａｔｈｙ Ｇｌｅｎｎａ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ＲＤ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５－２３］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ｒｄａ－ｒｓｃ．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ｌ ／ ｆｉｌｅｓ ／ Ｇｌｅｎｎａｎ⁃
％２０ＮＯＴＳＬ％２０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２０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２０ＲＤＡ％２０⁃
Ｄｅｃ％２０２０１７．ｐｄｆ．

４ ＲＤＡ Ｂｏａｒ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０６－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ｄａ⁃ｒｓｃ．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４３７．

５ 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２０１７ Ｕｐｄａｔ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０６ － 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ｄａｔｏｏｌｋｉｔ． ｏｒｇ ／
ｒｄａｒｅｖ２０１７０４＿ｒ２０１７０４－５３３３．ｈｔｍｌ．

６ Ｗｈａｔ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Ｂｅｔａ Ｓｉｔｅ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ｒｄａｔｏｏｌｋｉｔ．
ｏｒｇ ／ ３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Ｂｅｔａ．

７ Ｊａｍｅｓ Ｈｅｎｎｅｌｌｙ， Ｊｕｄｉｔｈ Ｋｕｈａｇｅ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３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６－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ｄａ － ｒｓｃ．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ｌ ／ ｆｉｌｅｓ ／ ＣＣＤＡ％ ２０２０１７％
２０ＡＬＡ％２０Ａｎｎｕａｌ．ｐｄｆ．

８ 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测试版［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
ｈｔｔｐ： ／ ／ ｂｅｔａ．ｒｄａｔｏｏｌｋｉｔ．ｏｒｇ ／ ＲＤＡ．Ｗｅｂ ／ ．

９ Ｇｏｒｄｏｎ Ｄｕｎｓｉｒｅ，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ＤＡ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７ － ３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ｄａ － ｒｓｃ．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ｌ ／
ｆｉｌｅｓ ／ ＲＳＣＯｕｔｒｅａｃｈＭａｄｒｉｄ．ｐｄｆ．

１０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Ｗｏｒｋ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６－２９］ ．ｈｔ⁃
ｔｐ： ／ ／ ｂｅｔａ． ｒｄａｔｏｏｌｋｉｔ． ｏｒｇ ／ ＲＤＡ． Ｗｅｂ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ｄ＝ｅｎ－ＵＳ＿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ｗｏｒｋｓ．

（王 　 薇 　 馆员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图书馆，
罗　 翀　 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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